
本报讯 经中宣部批准，由中国文联、

财政部、文化部主办，中国美协承办的“中

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12 月 17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启动仪式。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以及中

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中国文联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覃志刚，中国文联党组成

员、副主席冯远，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

申，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夏潮，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中

国美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吴长江，与

主承办单位代表、全国各地著名美术家代

表出席启动仪式。中国美协秘书长刘健主

持启动仪式。

孙家正在致辞中说，在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第九次全国文代会胜利召开后，中

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启动，对

文艺界特别是美术界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赵实阐释说，这是文艺界包括美术界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胡锦

涛总书记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推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

文明的重大文化创意工程。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依

托丰富的历史素材和研究史料，遴选中国

历史上体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

步、文化创造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文明

成果作为题材内容，运用绘画、雕塑等丰

富艺术形式，生动展示中华文明的历史演

进。孙家正指出，创作工程不仅是用美术

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史五千年，而且是中国美术界价

值观、精神追求、艺术趣味与品格的整体

展 示，是 中 国 艺 术 家 建 立 自 己 的 民 族 自

信、充 分 发 挥 话 语 权 与 引 导 权 的 有 效 展

示。它虽然是政府引导、提倡、支持的工

程，但归根结底集中在艺术家个人的创造

上。我们鼓励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力

与想象力，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以新的

视角解读历史，反映历史，体现出团结统

一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涵。

赵实对参与这项工程的美术工作者提

出希望，希望他们提高学习历史、认识历

史、正确反映历史的能力；始终坚持艺术创

新和精益求精，坚持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的统一，发挥美术家的智慧和才情，以生动

的笔触、感人的形象，努力实现内容形式、

题材风格、样式载体的创新创造，努力追求

立意准确、特色鲜明、手法丰富、形式多样，

继承发扬前人的文化创造，吸收借鉴一切

有益的文化成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创作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艺术作品。

据悉，此次工程，可以看作是 2005 年

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的姊妹篇，作品由 100 件提升到 150 件，成为

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主题性美术创作

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计

划用 5 年完成，由政府以采购方式出资 1.5

亿元收藏，并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重要

场所展示。组委会将按照严格投标程序在

全国选拔美术家参与创作，部分重点题材

及难度较大的选题将采用特邀方式选定创

作者。组委会将全程监督创作进度和创作

质量，确保在 5 年内完成所有作品的创作

和审核验收，确保这批作品实现文化建设

基础工程的文化价值，体现出让广大受众

直观感受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社会价值，

充实中国美术史中欠缺“大写”的人与“大

写”的恢宏气象的艺术史价值。（王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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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保利博物馆和中国画学会共同

主 办 的 眼 中 丘 壑 —— 梅 墨 生 写 生 作 品 观 摩

展，于 12 月 27 日下午 3 时在北京新保利博物馆

（十层）开幕，展至 12 月 31 日结束。

梅墨生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国家一

级美术师，艺委会委员，曾任理论研究部副主

任，并兼任中国美术学院、清华美院、北京大学

书法文化研究所等多所院校客座或兼职教授、

研究员，在中国画、书法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

究方面多有成就和影响。被艺术界誉为“三栖

型学者艺术家”，有多种著述和个人书、画作品

集出版。梅墨生勤奋好学、执着求艺、生活阅

历丰富、道路曲折，但始终热爱传统文化艺术，

得到过不少前辈的指导。上世纪 90 年代后曾

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他在书法、绘

画、艺术理论、近现代书画鉴定等方面均有建

树，传统学养深厚，文武双修，被著名画家张仃

誉为“真正的文人画家”。梅墨生涉猎广泛，对

古典诗词、古典哲学和中医、太极拳也很有研

究。为中国美协、中国书协协会、中华诗词、中

华美学学会会员。2005 年被《收藏俱乐部》评

为“当代最具升值潜力的中国画家”之一（共 20

名）、2006 年又被评为“ 当代十大画家”之一、

2007 年入选“艺术之巅——2007 强势媒体年度

推荐书画名家”（共 22 名）、2007 年被《艺术中

国》杂志评为“十大艺术新闻人物”、2008 年被

《中国书画》杂志评为“中国当下最具收藏价值

的十位书法家”。

梅墨生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一直

主张立足传统，弘扬国学，淡泊名利，不随波逐

流，在浮躁的时尚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秉承恩

师李可染先生“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

的艺术宗旨，多年来坚持跋山涉水、游历写生，

积累了大量的写生作品。他的写生作品重视

笔墨情趣、重视直觉感受，但又不拘泥于写实

再现，体现了独到的写生理念和审美追求，洋

溢着清新而自然的气息。他的书画作品格调

高雅，为世人所推崇，为不少重要机构和藏家

典藏。

这次展览将展出梅墨生历年写生作品 130

余幅，最早的为上世纪 90 年代初作品，可以系

统看到作者的艺术轨迹与发展历程。

（任 伟）

本报讯 12 月 23 日由中国贸易报社主

办，中外名酒城和《中国贸易报·艺术投资》

周刊联合承办的《走中外名酒城—当代名

家书画邀请展》系列展在北京东单明珠中

外名酒城隆重开幕。

近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风起云涌，收藏

者们前仆后继，这样形容当前的艺术品市

场毫不为过。但是，这大繁荣的艺术品市

场却又催生着许许多多的“乱象”，这些“乱

象”出现的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

源头则是为“利”所诱惑。由此，一些收藏

者们把艺术的“本真”丢弃掉，或者根本就

没意识到什么是艺术的“本真”，把考量艺

术的标准“倒置”而为，以艺术家的“头衔”

放在了第一位。反过来这种市场“乱象”又

使得部分从艺者放松了对艺术的纯粹追

求，转向了对“头衔”的追求。这种收藏者

和创作者意识的“混乱”便使得艺术的大氛

围呈现浮躁的气象。作为《当代名家书画

邀请展系列》启动之初，我们便力图在这方

面有所突破：抛却“头衔”的排序，以艺术的

本真为标准，看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异

常的艰难。没有了人们惯性的“头衔”做支

撑，似乎没有了分量，似乎没有了档次，这

就势必影响到作品的市场性，而真正要树

立起一位有艺术品位而没有耀眼“头衔”的

书画家，不仅仅是钱所能够做到的。要使

得真正的书画艺术品和市场有良性的互

动，那需要双方的共同提高，有着共同的文

化认知，此次《当代名家书画邀请展系列》

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活动得到了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著

名书画家王学仲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

席张海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林岫

先生、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刘健先生、著

名美术评论家书画家刘曦林先生、著名书

画家梅墨生先生、北京大学李维红教授、山

东大学研究生导师张乐毅教授、泰安市美

术家协会主席公丕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

事朱守道先生、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院

长刘玉泉先生等书画名家的的直接参与和

支持。

此次展览设在中外名酒城 F2 层，共展

出 40 多位书画家的 100 余幅作品，大部分

作品展示时间到本月 28 号，少部分作品将

会延续展示。此次书画展让中国书画艺术

与名酒文化有了一次完美的相遇，书画艺

术和名酒文化相伴，让人陶醉；书画艺术和

名酒文化相得益彰，魅力无穷。

参加展览的领导有：中国贸促会供销

行业分会焦天立会长、国家教育部中国人

生科学学会关山越秘书长、东单明珠中外

名酒城郑秀董事长、《中国贸易报·艺术投

资》周刊主编任钦功等。 （焉笑华）

书画——秋拍最hold住板块

自 2009 年秋季拍卖以来，中国艺术品

拍卖市场进入新一波行情，呈现出三级跳

的上升态势，2010 年更实现拍卖市场总成

交金额达到 589 亿元的良好业绩。这一趋

势进一步延续到 2011 年，仅春拍成交额就

超过 400 亿元，艺术市场的信心度达到一

个较高的水平。然而，随着秋拍的逐渐开

展，市场行情表现却颇显平淡，几大重要拍

卖公司秋季大拍的成交总金额相比春季大

拍的表现普遍晦暗。第一个开槌的香港苏

富比，约合 26.32 亿元人民币的成交额，相

比春季大拍 30.50 亿元人民币有着明显的

落差。而随后的几大拍卖公司成交额也难

敌春拍的好业绩。

而这一市场行情中，中国书画仍然是

拍卖市场中最 hold 类别。就成交额来看，

中国书画拍卖继续集中在大陆拍场，所占

市场份额也偏高。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

公司为例，在 38.60 亿元的成交额中，中国

书画占到了 67.05%。这一比例在北京匡

时国际拍卖公司更高，18.16 亿元的总成

交 额 中 中 国 书 画 占 到 14.83 亿 元 ，约 占

81.66%，其中含金量一贯颇高的古代书画

更以 7.76 亿元的成交额占到 52.33%的份

额。中国书画在今秋拍卖中的贡献度可

见一斑。

古代书画成为“硬通货”

一段时间以来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国内

外的经济环境，以及温州信贷危机的爆发

等等不利因素，对艺术品市场的入场资金

有一定影响。但拍品成交“贫富差距”越来

越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品上拍的品质

成为最终决定成交价高低甚至成交与否的

重要因素。

古代书画以其自身的质与量的优势，

越来越呈现出艺术市场硬通货的属性。不

仅专场成交状况可圈可点，艺术家成交纪

录也屡屡得以刷新。以北京匡时 2011 年

秋 拍 古 代 书 画 夜 场 为 例 ，3 个 专 场 均 以

100%的成交率获得“白手套”的荣誉，总成

交额达 4.65 亿元。其中张瑞图《行书七言

诗》、黄道周《草书五言诗》、唐寅《行书自书

诗》等艺术家作品均刷新了个人作品拍卖

的世界纪录，元《崇真万寿宫瑞鹤诗唱和

卷》更突破亿元大关，达到 1.012 亿元，创造

了元代书法拍卖的世界纪录。

在秋季拍卖亿元榜单中的 8 件书画作

品中，古代书画也占到了 3 个席位。除元

《崇真万寿宫瑞鹤诗唱和卷》之外，中国嘉

德“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中，

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王翚《唐人诗意图》也以

1.265 亿元易主，创出王翚作品的新纪录。

王时敏 1647 年作《仿各家山水册》（册页，

十开）也在 11 月中贸圣佳秋拍中以 1.2075

亿元成交。这样的成绩再次验证了古代书

画作为艺术品市场蓝筹股的价值与意义。

价值赢得市场

历来量少价高的古代书画在这场秋拍

大戏中更显坚挺。古代书画的独有价值属

性让这一板块获得更多市场关注。

首先就是资源稀缺，行情受市场影响

较小。近年来，古代书画一直以相对稳定

的态势逐步上升。尽管在市场流通总量上

古代书画难与近现代书画相匹敌，但其本

身的稀缺性带来了不小的附加值，这也直

接导致拍卖公司精耕细作，看重拍品价值

的挖掘和服务质量的强化。北京匡时古代

书画三个夜场拍品数量虽然仅有 52 件，但

4.65 亿元的总成交额，再次印证了古代书

画精品量少价高的特性。

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是古代书画引

人注目的重要原因。今秋亿元成交的古代

书 画，都 具 有 难 得 的 史 学 价 值 和 艺 术 价

值。12 月拍出的元《崇真万寿宫瑞鹤诗唱

和卷》，就是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献、文学史

文献，六位撰写长卷的元代文人中，只有两

人的作品在香港和日本的博物馆各有一

件，其余四人的作品均是首次出现。与此

同时，《瑞鹤诗》手卷也是中国书法史上里

程碑式的经典巨制，充分反映了元代书坛

上的复古倾向及其成就，是后人研究隶书

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而流传有序可以说是古代书画精品

的一张“身份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中，

认同度高、天价成交的拍品往往有清晰的

递藏序列。2010 年，以 4.368 亿元成交的

黄庭坚《砥柱铭》卷，就先后经王厚之、贾

似道、项元汴等收藏，长期流传于中国民

间，后为日本有邻馆收藏。元《崇真万寿

宫瑞鹤诗唱和卷》，也在明代就有著录，元

代大书法家赵孟頫也在碑文中提过，后为

清代最后一任上海道台蔡乃煌收藏。来

源可靠的书画精品，获得高价成交，也在

情理之中。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

艺术市场为什么需要古代书画
本报讯 韩美林艺术大展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开展，大展持续到 2012 年 2 月 8 日。旨在以

无穷的创作为民族激扬文化，用无瑕的艺术向

世界表达中国。这是国博百年历史上所举办

的最大规模的个人展览。

据悉，此次大展展陈面积 5000 平方米，展

出了集韩美林先生书画、雕塑、陶瓷、设计等四

个门类的新作 3200 余件。

“今年大丰收，年底来看大展吧，我的本事

不大，就是吓您一跳。”这是韩美林先生在自己

设计的请柬上写下的话。此次大展距离韩美

林先生 2001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

第五次个人艺术展恰隔十年，十年间，韩美林

先生在北京和杭州分别建立了韩美林艺术馆，

将自己潜心创作的几千件作品捐给了国家。

面对“十年磨一剑”的赞誉，韩美林先生称，他

更愿意用“十年栽一朵花”来形容，“我要将这

朵花献给所有前来看展的人们。”

在山重水复的艺术道路上刻苦砥砺、修行

十载的韩美林先生，其视野更为宏阔，进入到

大自由和大自在的艺术境界，迎来了艺术创作

的高峰，在辞旧迎新之际为世人带来一场艺术

之美的饕餮盛宴。

本次大展由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央文史研究馆、中

国美术家协会、清华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联

合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韩美

林艺术馆承办。

（吴敬然）

眼中丘壑
梅墨生写生作品观摩展开幕

■ 杨轩翊 葛士恒

韩美林艺术大展在国博开幕

漓江写生册 2010 年 34.5×45cm


